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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饭碗中国粮
国 务 院 印 发

《新一轮千亿
斤 粮 食 产 能

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30
年）》，全面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

全方位夯实国家
粮食安全根基。

2024年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我国
粮食领域第一部基
础性、统领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粮食安全保障法》，
于2024年6月1日
起正式施行。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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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各级地方党委
和政府要切实扛起
粮食安全政治责
任，实行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

2021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
立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 护 区 的 指 导 意
见》，全面部署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
定和建设工作。

2017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2011年全国粮

食稳定增产行动的意
见》，要求在落实好已出

台各项政策措施和现有
工程项目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支持力度，全力保
持粮食生产发展好势头。

2011年3月

国家正式废除农业税。

2006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为保护
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

的直接补贴制度。

200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强调要警惕
和防止放松粮食生产的倾向，
在粮食生产方面要稳定播种
面积、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
高商品率，要抓好粮、棉、油商
品基地建设，重点扶持商品粮
大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1993年11月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
18位农民在一纸保证书上

按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分
田到户”，保证“不再向国家

伸手要钱要粮”。

1978年12月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
协作组袁隆平等人，在世

界上首次成功培育强优
势籼型杂交水稻，1976年

在全国进行大面积推广。

1973年

国营农场带头和示范开
垦荒地，全国耕地面积

大幅增加，到1957年，
达到16.77亿亩。

1949年起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久栋 王田

秋风吹动谷连天，稻浪金波万里绵。金秋九月，
大江南北丰收在望。中原粮仓，果穗饱满；沃野黑土，
满眼金黄；江南水田，稻谷飘香，华夏大地处处散发着
生机和希望。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
治国安邦的首要之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我国粮食总产量稳步增长，产能不断
迈上新台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治国
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
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之
路。中国人的“米袋子”越来越足，农民的“钱袋子”越
来越鼓，大国粮仓的根基越来越稳。

从5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不完——

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中国人依靠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

秋风阵阵，山东省平原县盛财家庭农场的 180亩
玉米已经进入灌浆期。今年 56岁的农场负责人姜清
才感慨万分，“以前种地累，产量也不高，我年轻时玉
米亩产才四五百斤，有时都不够吃。”姜清才预计今年
玉米亩产能达到 1700多斤，他说现在产量高了，收入
多了，幸福指数也高了。

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我们似乎司空见惯，不再
担心“饿肚子”。但其实，中国人摆脱饿肚子的经历不
过短短几十年。

时间回溯到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
兴。解放前多数穷人吃不饱饭，特别是遇到灾害之
年，粮食绝收，哀鸿遍野。彼时的农业以粮为纲，所有
能种的耕地统统种植粮食，为的是让中国人有饭吃，
吃饱饭。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按下“红
手印”，粮食生产从此开始了“大包干”。第二年，小岗
村的庄稼取得了大丰收。当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达 66
吨，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
此，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了加快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任何
时候都要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从 2004 年开始，党中央连续出台关于“三农”的
“一号文件”，一以贯之地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从取消
农业税到大幅增加政策投入，从推广良种到建设大型
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2004年
至2010年粮食生产实现“七连增”，标志着中国粮食生
产登上一个持续稳定的新台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从世情、国情、农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粮食安全
道路作出了深刻阐释，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
略。从此，我国粮食生产有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方向有了责任也更明确，粮食安全省长负责，书
记也要负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发展
粮食生产摆在“三农”工作的突出位置，着力稳面积、
提单产、强产能，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

粮食安全这根弦决不能松，“三农”工作者深有体
会。“近年来，我县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始终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李斌介绍，今年该县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粮食生产任务责任到村、到户、到人，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67万亩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908.2亿斤，已经连续 9年稳
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我国水稻、小麦两大口粮自给
率超过100%，玉米超过90%，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谷
物基本自给。

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回望 1949年，当
时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209公斤，如今我国人均
粮食占有量增加到493公斤，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在同期人口增加
一倍多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比新中国成立之初
翻了一番多。从5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不完，中国
人依靠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千百年来困扰中国百姓
的吃饭问题一去不复返。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8月 29日，在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有限公司的广
袤田野上，秋粮作物生机勃勃。种植户杨丽杰感慨万
千：“以前种地可不容易啊，收获的时候一家人都得参
与。现在可不一样了，由于科技的提升，大型机械的
运用，全家都解放了。”

以前的“北大荒”，如今的“北大仓”，农业现代科
技的发展功不可没。建设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邹建
华介绍：“农场以前靠传统的种植方式，辛苦且产量不
稳定。现在，我们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粮食产量，科技让种地变得更
轻松。”

时间拨回到 1954 年，当时由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复转官兵、转业官兵、知识青年等组

成的垦荒大军进驻“北大荒”进行大规模开发。除了
“北大荒”，那时边疆地区建立起一批国营农场，大幅
提高了农产品供给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
建设，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1957年，经中央批准，中国农业
科学院在北京成立，我国农业科研也进入了新阶段。

1973年，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
人，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培育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
1976 年在全国进行大面积推广。1996 年启动超级杂
交水稻计划，此后我国连年“稻花香里说丰年”，直至
2012年，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突破 900公斤的目
标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其他粮食作物也在一路攻关增产。
2000年，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郑单 958”玉米
品种通过国家级审定，成功解决了品种高产、耐密综
合抗性有机结合的技术难题。2007 年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
玉米品种。

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一步一个脚印，中
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成为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安全，要害是种子
和耕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方位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藏粮于地，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党
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措施，严守十八亿亩耕地
红线。今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
法》，为耕地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截至去年
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 10亿亩，为稳定粮食
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藏粮于技，为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种业
发展；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立志打一场种
业翻身仗”；2021全面启动种业振兴行动。目前，我国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比超过95%，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也超过45%。

一子落，带来满盘活。各地引导广大农业科技工
作者开展联合试验攻关和技术示范推广，有力促进粮
食增产增效。2023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2%，比2012年大体上提高了10个百分点。

当前在耕地总面积难以增加、环境资源约束趋紧
的情况下，粮食在高基点上增加产量必须主攻单产。
2023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大面积单
产提升行动。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2023 年在局部地区受灾较重的情况下，大面积
单产提升有效对冲了灾害影响，单产提高对增产贡献
达58.7%。

今年，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
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提升粮
食产能，应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
率，走绿色发展道路，逐步实现产量迈上新台
阶的目标。

经营方式不断完善——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激发粮食生产内生动力

秋高气爽，在安徽省天长市仁和
集镇芦龙社区，4架无人植保机正在
稻田上空作业，为水稻防治病虫
害。当地种粮大户薛国富过去
自己打理430余亩地，如今全程
交给专业合作社。“我只管当
甩手掌柜数钞票就行了，几
十年前想都不敢想，变化可
太大了。”薛国富说。

天长市芦龙农事服
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明文介绍，“现在
种田不同以往，农
田连片托管后，可
实现提供全程机
械化作业服务，
有效提高生产
效率，大大地
节省了种植
成本。”

如何
激 发 种
粮农民
积 极
性 ，
是

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一直在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

土地改革完成后，到1952年底，约7亿亩的土
地无偿分配给约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到 1983
年全国94.5%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更是充分调动了亿万农
民积极性。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业
税、统筹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一系
列惠农政策出台，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
高涨。

如今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已经全
面开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
务组织。2023年，全国各类服务组
织总数超过107万个，服务面积超
过19.7亿亩次，服务小农户9100
多万户，对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定安全供给发挥出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七十五载春华秋实，粮
食生产风雨兼程。回顾过
去，经过 75 年的砥砺奋
斗，我国粮食生产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为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推动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发挥了

“定海神针”的作
用。展望未来，
我 们 更 有 信
心、更有能力
守卫大国粮
仓，把中国
人的饭碗
牢 牢 端
在自己
手上。


